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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编
辑部的故事

最近，打开海外网 （www.haiwainet.cn），
读者朋友一定会发现，首页醒目位置多了几个
名字颇为有趣的栏目——“侠客岛”、“学习小
组”、“港台腔”。这是海外网与人民日报海外版
编辑记者合作所推出的几档原创评论栏目。

自海外网上线以来，一直秉持“评论立
网”的理念，经过一年半的发展，“海外网评”
的品牌已经在业界颇具影响力：单篇文章点击
量几十万，微博 150 万阅读、5000 多条转评，
境外媒体多次转载，超过 100 人的专栏作者队
伍……海外网评论以朝气蓬勃的脚步，不断迈
上创新发展的新台阶。

国际评论 打响品牌

海外网的评论主要关注国际问题尤其是涉
华问题、时政热点、台港澳及两岸关系问题，
在国际评论上的特色优势表现尤为突出。今年
5 月，泰国局势动荡引起各方关注，海外网发
表原创评论《判决英拉下台，泰国有何代价》，被
新华网、中国日报网等多家重点新闻网站转载；5
月9日，央视国际频道《中国新闻》在解读泰国政
变时，引用了这篇评论。这不是央视第一次引用
海外网评论。早在2013年9月，央视《新闻30分》
关于叙利亚化武问题的报道中，就引用了海外网
的专栏文章。

针对不久前，东盟外长会议就南海争端发表
联合声明，海外网及时约请专栏作者撰写评论

《发表联合声明，菲律宾笑得太早》。该文章不仅

获新华网、环球网等境内外网站转载，还被搜狐
新闻客户端推荐至首页显著位置，引发数千名网
友跟帖评论。网友们留言道：“这篇文章把菲律宾
跳梁小丑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中国需要多
一些这样的理智声音”。

报网融合 精彩升级

在“海外网评”取得良好反响之后，我们
不断开拓思路，推陈出新，于是便有了“侠客岛”
等三个报网融合的新栏目。“侠客岛”致力于解读
时政热点，观点犀利，语言活泼，深得读者欢迎。
其4月份发表的文章《西方媒体为啥不敢惹新加
坡》，对我国外宣工作颇具借鉴作用，得到了有关
部门的关注和肯定，后被《环球时报》、香港中评
社等50多家媒体转载，产生了热烈反响，实现从
网络新媒体到传统媒体的二次传播。

“港台腔”则是利用人民日报海外版港台报
道的记者资源和特色优势，针对港台时事热
点、两岸关系问题而推出的一档述评栏目。自
从5月21日上线以来，点评了马英九就职总统6
周年、香港限制“自由行”名额等话题，取得
了良好反响，多篇文章被新华网、中国台湾
网、星岛环球网等转载，并进入新浪评论十大
热门排行榜。

作者壮大 专栏“破百”

“海外网评”内容的丰富、知名度的提升、

品牌影响力的扩大，是建立在作者资源不断壮
大的基础上。

从 2013 年 7 月 1 日海外网改版开始打造名
家专栏起，目前已开设了 101 个专栏，汇聚了
一支由著名专家、媒体评论员、人民日报社编
辑记者、海外学者、网络意见领袖等组成的作
者队伍，覆盖时政、国际、财经、军事、文
化、社会等多个领域。

除了约请专家写作评论之外，评论频道还
充分发挥专家智库优势，举办名家讲堂等活
动，推出视频节目等内容产品。2014年两会期
间，我们邀请了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等录制
视频访谈节目，解读两会热点。罗援少将、孙
玉玺大使等名流也曾作为主讲嘉宾参与海外网
名家讲堂。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评论频道作为海外
网最年轻的团队，编辑平均年龄只有 27 岁左
右，上线一年半以来，我们所取得的每一点成
绩，都透着整个团队的创意与汗水。

海外网的评论团队流传着一个段子：“太阳
当空照，我们在约稿；情人怨遥夜，我们在改
稿；春眠不觉晓，我们在发稿；晚来天欲雪，
我们在编稿。”

过去的成绩除了赋予我们宝贵的经验，也
让我们站上了更高的起点。未来我们将继续探
索创新，打造更有特色的内容产品，持续扩大
海外网的影响力。

前路漫漫，且行且奋进。

5月8日至29日，本报陆续推出6个整版的《习得
——习近平引用的古典名句》 系列报道，引发社会热
议和网络转载热潮。报道梳理了习近平同志在历年讲
话和文稿中引用的近 80 条古典名句，分为修身、为
学、民本、官德、治理、天下六个篇章，并作了适当
解析。既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又传递了习近平总书
记治国理政的思考和智慧，是一种创新，也获得了良
好的传播效果和社会效应。

不做新闻传播的“懒汉”

从去年开始，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新常态”，作为党中央机
关报，海外版同样承担着学习和传播的任务，尤其是
在对外传播中，怎样将讲话中蕴含的丰富的治国理政
智慧，以更生动的形式向世界表达出来，是个新课
题。

我们自然不能做报道上的“懒汉”，仅仅满足于把
新闻通稿堆上版面。所以，要抓有特色的切入口。

编辑部的几个年轻人在学习中发现，总书记很重
视传统文化，对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多有论述。同
时，他本人也很喜欢在讲话和文稿中引用古典名句，
或是信手拈来，画龙点睛；或是妙语连珠，一气呵
成。

于是，系统整理习近平引用的古典名句的点子就
这样浮现。既能传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能表达
新一届中央对中国发展改革的思考。

这个系列的报道的“取名”颇费脑筋，最后定了
“习得”二字。一是取其本义，从学习中获取知识与智
慧；二是双关，习近平的引用所得。

遍查网络，做“习得”这类报道的尚无来者，
“是个报道空白！”这让我们一下子兴奋起来。我们
赶紧将策划方案汇报了海外版领导，得到了肯定和

支持。

把时政报道做出文化味

找到一个好点子，还要趁热打铁。正如总书记引用
过的那句话，“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
为，则易者亦难矣。”

因此，我们花了半个多月时间，梳理习近平同志的
历年讲话和文稿（包括将他在福建、浙江任职时期公开
出版的三本著作《摆脱贫困》、《之江新语》、《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初步整理出了100余条引用。

我们发现，总书记的引用非常广博。从常见的典籍
如《论语》、《孟子》，到生僻的如《亢仓子》、《中说》等。这
么多条目，如何归类呢？

我们想，既然是古典名句，那就将文化味进行到底。
《礼记·大学》中有对人格完善进阶的描述：“修齐治平”。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格境界的描述如同层层涟漪一般，
由小及大，由内及外，从修身进德到化成天下。所以，我
们将这些引用归类为六类：修身、为学、民本、官德、治
理、天下。从修身开始，以天下结尾。

分类定了，接下来就要做注解工作。我们要整理出
这些引用的典出、前后原文，同时进行适当的解说。这个
过程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挑战和提高。为了做到准确，
我们还需要借助更权威的工具书，如《古汉语字典》、《四
库全书总目》、《故训汇纂》等。

在这期间，我们基本没了中午休息时间，常常是就
着盒饭在讨论进展和思路。下班后，继续讨论，继续整
理，常常干到深夜。虽然辛苦，但很多新点子也是不断的
头脑风暴中偶然所得。

至于版式，要有整体的视觉呈现，要文雅、要精致。
因此，我们从100多条引用中精选出了近80条，每篇13
条，每个版配上一篇七八百字的总括文章，点明要义，争
取每个版的文字在5000字上下。在视觉上，我们用了毛

笔手书的“习得”二字，配上鲜红印章，采用了书卷、水
墨、明月、竹石、粉墙黛瓦等等极具中国特色的元素，与
古典名句相得益彰，给读者更美的视觉体验。

《习得》成为网络焦点

5月 8日，《习得》推出第一版“修身篇”，同日，一版
“望海楼”还配发了张德修总编辑撰写的评论《治理现代
化离不开传统智慧》，点明《习得》系列报道的政治寓意：
从传统中发掘和阐发富有时代意义的思想精髓，丰富治
理智慧。

报道推出后，即成为网络热点。当天有百余家网站
转载，几大门户网站均在首页重要位置予以推荐。第二
天，达到300余家，很多地方基层网站转载后，放在党员
学习专栏里作为学习资料推介。

接下来的 5 篇报道，都在当天获得了广泛的转发。
移动互联网上，一些微信公众账号，如人民日报、学习小
组、饭局阅读、识局等主动转载。有腾讯网友评论道：“如
果外国人想弄懂这些话，他们也许不得不去读读中国的
古文学，这样就能潜移默化地让世界知道中国的思想。
主席之用意，不可谓不深远。”

《习得》系列报道还引发了外媒关注。5月16日，中国
日报网摘引外媒报道《为何习近平喜欢引用古典名句》。

文章将习近平与同样喜欢引用古典文学辞藻的英
国前首相丘吉尔做了比较，认为两者“都是在借助珍贵
文化传统中的荣誉感使国家在危机时刻凝聚在一起。中
国并未处在战争边缘，不过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
直说，共产党正面临着一系列艰巨的挑战”。

《习得》系列报道是我们的一次尝试，从诸多反馈
看，我们的确找对了切入点，顺应了网络传播的规律，甚
至激发了市场的兴奋点。这让我们看到了创新时政报道
的前景。

下一步，学习不止，《习得》继续。

越南再闹也不会得逞

5月30日海外版01版

摘要：为抢夺中国西沙主权，越南已到了无所不用
其极的地步。故意以身犯险，借以制造事端，是越南惯
用的一大伎俩。日前一艘越南渔船，强行冲闯中国正在
西沙群岛近海作业的981钻井平台警戒区，撞到正在附近
作业的中方渔船后倾覆，便是典型案例。

强国社区网友“一叶知秋”：越南你不要以为有美日
撑腰，就要与中国为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南海是中
国的，谁也改变不了。你现在竟敢直接来捣乱，真是蚍
蜉撼树。

强国社区网友“yuanshengshi”：越南跟中国再闹，
肯定不会得逞。但是，我们不能允许它闹起来没完没
了，要给它品味苦果的时间，促使它自己平静下来，让
它经过这样几次反复失败之后，精疲力竭了，交回所有
抢占领土也就到时候了。

新浪网网友“食谷”：总有人喜欢损人利己，总喜欢
到人家家门口找事。我必须有对应的应对措施，让其得
不偿失，让其改改这不良嗜好。

究竟谁在破坏亚洲安全

6月3日海外版01版

摘要：近日，美国和日本在新加坡举行的被称为香
格里拉对话会 （简称香会） 的亚洲安全会议上一唱一
和。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防
务大臣小野寺五典齐集香会，公开或半公开地兜售“中
国威胁论”，旨在抹黑中国的亚洲安全政策，从而牵制中
国的发展。

凤凰网江苏省扬州市网友：世界需警醒，美国已疯
狂，连自己曾经被侵犯的历史都忘记了，只为逞一时之
能而助纣为虐。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要随时准备
团结应对。

中国网络零售坐上全球头把交椅

6月4日海外版02版

摘要：网络零售，这种以互联网为媒介进行商品交
易的活动在中国发展迅猛。商务部电子和信息化司副司
长蔡裕东日前透露，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网络零售市
场，2013年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 3.02亿人，全年网络
零售交易额超过 1.85 万亿元，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的7.8%。

海外网网友“小丑鱼”：网络零售确实对我们的生活
带来不少的便捷，但是我个人觉得在这方面的对消费者
保护的法律法规还需要加强，现在很多消费者从网上购
买到了假货却投诉无门，这是一个大问题。

网易四川成都手机网友：我是做销售的。电商对实
体店冲击巨大，但是一个产品的最初推广确是靠实体店
的体验性消费。而未来的日子，实体店的利润和人工工
资的高企、房租的彪悍背道而驰，实体零售行业前途堪
虞。

（张东伟 夏丽娟整理）

随着国家对“信息安全”的日益
重视，日前，与之有关的“国产化”
等关键词的强调提出更是让部分相关
国有企业为之振奋。

有媒体报道，政府正推动国内银
行更换 IBM 公司制造的高端服务器，
并用一国内品牌予以替换，在此背景
下，该国内品牌服务器出货量大增，
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厂商；也有媒体
报道，某国有企业要求公司内部全部
卸载微软软件，统一安装使用国产软
件WPS Office。

在部分相关国有企业雄心勃勃地
准备大干一场之时，也有专业人士提
出了质疑，质疑“替代”的操作难度
之大，质疑国有企业是否有接盘能力？

的确，目前国内信息安全这块市
场仍被 IBM、甲骨文和惠普垄断。而
信息安全和国外巨头长期垄断确实存
在矛盾。有专业人士指出，现在国内
的金融、电力等行业对服务器及相关
设备要求非常高，用的都是高端产品
线。如果说短期内，尤其是把涉及到金
融、电力这些行业的服务器全部更换成

国产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服务器
最重要的除了产品本身的技术参数之
外，更重要的是性能稳定。现在很多国
产的一些服务器从技术参数上来说确
实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但是要做到
性能稳定和拥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
系，还需要“国货”当自强。

提高国有化率，是解决信息安全
问题的“利剑”。“国货”在自强的同
时，政府的持续和大力支持相当重
要，要有目标、有步骤地提升重点领
域网络产品的国产化率，积极构建有
利于推进国产化率的采购环境。

信息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
领域。作为拥有 6 亿网民的网络大国以
及信息安全、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国，
我国政府部门深知其重要性，正在不遗
余力地将自己的系统做到尽可能安全。
即将出台的《网络信息安全审查制度》
也显示，未来包括软硬件、咨询公司在
内的外企等与 IT 链条紧密相联的整个
生态圈都将在审核范围之内。

保障网络信息安全，政府是主导
力量，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山东招远血案
华北黄淮现罕见高温
云南盈江6.1级地震
西班牙王室丑闻
杨幂儿童节产女

黄海波被送收容所
田连元遭遇车祸
李娜法网首轮出局
董卿首度披露留学细节
日本公主订婚

“国货”当自强
徐 蕾

“海外网评”再上新台阶
牛 宁 邹雅婷

“海外网评”再上新台阶
牛 宁 邹雅婷

让时政报道更具文化味
《习得——习近平引用的古典名句》系列报道反响热烈

本报记者 张远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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